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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出國計畫乃為了辦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稱本館）籌劃多年

之「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原名：「族群互動的歷史

軌跡：臺灣平埔族的社會與文化」）。 

上開特展為臺灣首度與在日本擁有早期臺灣史料物件最豐碩的二大博

物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共同合作辦理

此項國際合作交流展。本展覽於 102 年 3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在本館展出，

隨後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展出，展期為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6 日。 

本計畫包含辦理本展覽所需之借、還文物之點交、包裝、運輸等工作

及協助日本展出之文物佈展、卸展作業，以期展現國際展覽的品質，並使

平埔族群議題的豐富內容呈現在臺、日的觀眾面前。 

此次出國計畫於辦理展覽工作之外，也由館長率隊與日本大阪歷史博

物館及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等進行館際交流，並汲取日本博物館針對觀眾

開發之多元互動的設計及實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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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館於 100 年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日本民博）及天理

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以下簡稱天理參考館）洽談借展事宜，該次拜會確

認該兩館舍同意借用文物展品，日本民博並同意由本館與該館於 102 年共

同合辦展覽。此次出國計畫實為實現前次之合作承諾，辦理本館籌劃多年

之「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本展 102 年 3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於本館展出，隨後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展出，展期為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6 日。 

此國際展覽的辦理不啻是一項考驗，除了得整合國內、外對於平埔族

群議題的研究資源之外，亦得和國外博物館分工合作辦理展覽事宜。 

透過此出國計畫，本館人員得以充分掌握日本兩博物館：日本民博、

天理參考館的文物狀況，順利進行借展、佈展、歸還等程序，並展現本館

對文物及展覽的專業能力，及辦理國際展覽的整合能力。 

此展覽在日本民博的展出，讓日本民眾了解了臺灣多元族群的互動關

係，亦引起其對平埔族群的好奇和關切，也吸引日本媒體報導。更進一

步，此次計畫也使得日本民博及天理參考館開始積極處理與臺灣平埔族群

相關的早期物質文物、田調資料，天理參考館更已計畫於 103 年推出臺灣

平埔族群文物相關展覽，未來日本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辦理展覽之餘，也拜會大阪歷史博物館、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等館舍

進行館際交流，透過會談及參訪，觀察日本在進行歷史教育之時，發展出

面對不同觀眾群需求的因應之道，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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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計畫行程簡表 

為配合展覽相關工作，此次出國計畫分 3 次進行，行程簡表如下： 

(一)第 1 次：102/2/24-3/2。主要為進行日本 2 所博物館借展來臺灣之文

物，點交、包裝與運輸工作。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

名單 

姓名：許美雲  職稱：副研究員兼典藏組組長  組室：典藏組 

姓名：顏兌蓁  職稱：職務代理人            組室：展示組 

出國事由 

辦理『臺日合作「族群互動的歷史軌跡：臺灣平埔族的社會與文化」

國際展出國計畫』 

出國日期 
102 年 2 月 24 日 至 102 年 3 月 2 日 

共計 7 天 

前往國家

（城市） 

日本（奈良、大阪） 

行程內容 

【第 1 天】2/24  臺灣-大阪 

 交通。搭飛機前往日本 

 

【第 2-3 天】2/25、26  大阪 

 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點交展覽文物、協同展覽包裝及封箱工作 

 

【第 4 天】2/27-3/1 

 交通(大阪-奈良) 

 至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辦理文物點交前置作業 

 

【第 5-6 天】2/28-3/1 

 至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點交展覽文物、協同展覽包裝及封箱工作 

 

【第 7 天】3/2 奈良-大阪(機場)- 臺灣 

 交通。搭飛機返回臺灣。 

 

  



3 

 

(二)第 2 次：102/8/20-8/24 及 9/9-9/14。此次出國為配合移展日本之文物

開箱作業時間，及後續佈展、開幕等工作，將再分 2 趟出國： 

1、第 2-1 次，協助文物開箱作業。 

2、第 2-2 次，協助佈展、參加開幕、博物館參訪等工作。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

名單 

※第 2-1 次 

姓名：丘世馨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典藏組 

※第 2-2 次 

姓名：呂理政  職稱：館長 

姓名：曾婉琳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展示組 

姓名：林佳誼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公共服務組 

出國事由 
辦理『臺日合作「族群互動的歷史軌跡：臺灣平埔族的社會與文化」

國際展出國計畫』(第 2 次出國) 

出國日期 
第 2-1 次：102 年 8 月 20 日 至 102 年 8 月 24 日，計 5 天。 

第 2-2 次：102 年 9 月 09 日 至 102 年 9 月 14 日，計 6 天。 

前往國家

（城市） 

日本（大阪、滋賀） 

行程內容 

※第 2-1 次： 

【第 1 天】8/20 臺灣-大阪 

 交通。搭飛機前往日本 

【第 2-4 天】8/21-8/23 大阪 

 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開箱、檢視、點交展覽文物，並討論佈展事

宜 

【第 5 天】8/24 大阪(機場)- 臺灣 

交通。搭飛機返回臺灣 

 

※第 2-2 次 

【第 1 天】9/9  臺灣-大阪 

交通。搭飛機前往日本 

【第 2 天】9/10 大阪 

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了解平埔特展佈展狀況、討論開展事宜 

【第 3 天】9/11 大阪 

參訪大阪歷史博物館，了解歷史教育施行狀況 

【第 4 天】9/12 大阪 

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協助平埔特展開展事宜、並參加開幕典禮 

【第 5 天】9/13 大阪-滋賀-大阪 

至日本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參訪，了解社區歷史教育施行狀況 

【第 6 天】9/14 大阪(機場)- 臺灣 

 交通。搭飛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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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102/11/27-12/3。此次出國則為配合日本展覽卸展時間，及

進行文物點驗及歸還等工作。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

名單 

姓名：江明珊  職稱：副研究員兼組長          組室：展示組 

姓名：黃瀞慧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典藏組 

出國事由 
辦理『臺日合作「族群互動的歷史軌跡：臺灣平埔族的社會與文化」國

際展出國計畫』(第 3 次出國) 

出國日期 102 年 11 月 27 日 至 102 年 12 月 3 日，計 7 天 

前往國家

（城市） 
日本（大阪、奈良） 

行程內容 

【第 1 天】11/27  臺灣-大阪 

交通。搭飛機前往日本。 

 

【第 2-4 天】11/28-11/30  大阪 

至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點交展覽文物、協同展覽包裝及封箱工作。 

 

【第 5-6 天】12/1-12/2 

交通(大阪-奈良) 

至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辦理文物開箱、點交歸還作業。 

 

【第 7 天】12/3 奈良-大阪(機場)- 臺灣 

交通。搭飛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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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國際展覽 

(一)  辦理日本借展至本館之相關文物檢視、點交 

「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向日本借展的單位有日

本民族學博物館與天理大學參考館，102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首次赴日

本辦理上開 2 館借展予本館之文物，檢視與點交情形分述如下： 

1.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之借展文物點交情形 

（1） 雙方成員：臺史博許美雲與顏兌蓁；民博野林厚志、小埜光樹、

曾福美穗與玉置春桂。 

 
 

 
上圖：與民博野林厚志一起通過備展通道，右一為翻譯林麗英 

左下：右二起，臺史博許美雲與顏兌蓁 

右下：右一起，民博小埜光樹、曾福美穗與玉置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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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文物登錄卡 

 

（2） 點交工作前的溝通情形： 

a. 雙方確認並同意借展文物的展示設計方案與佈展方法。 

b. 雙方確認借展文物的特殊狀況並入庫現勘：織品、易碎品、

項飾以其原來保存方式展示不得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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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展示方式：該文物 4 件一組繩繫於收藏紙盒內，經民博確認後，連盒

一同展示不分開 

 

確認展示方式：織品脆弱不宜吊掛，確認後平鋪於展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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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庫房參觀與專業交流：標記方法、溫濕度測量、保存櫃體、

庫房空間。 

 
民博大型文物不上架 

 
保存櫃體（上下 2 層） 

 
標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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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多間收藏庫彼此連通 

 
平面書籍保存櫃，地面網孔為消防作用 

 
需特別觀察的文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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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別觀察的文物-2 

 

（3） 正式點交： 

a. 點交工作會議：臺史博、民博、運輸公司三方到齊，討論工

作流程與執行方式。 

 
討論工作流程，右一為運輸公司代表丁先生 

 

b. 文物檢視與點交作業：逐件點交（如檢視登錄表、工作照）。 

c. 封箱作業：三方確認無誤後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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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文物、登錄表，後方為包裝作業人員 

 
針對文物細節拍照，並於登錄表記錄 

 
檢視後，登錄表標示文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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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包裝：以無酸紙完整包裝 

 
文物封箱：每件文物單獨裝箱，箱外註明文物名稱與取件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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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封箱，貼上封條 

 

 
裝上貨車、並綁繩固定，完成民博文物點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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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天理大學附設參考館之借展文物點交情形 

（1） 雙方成員：臺史博許美雲與顏兌蓁；天理參考館吉田裕彥、早

坂文吉、副館長平野知司。 

（2） 點交工作前的溝通情形： 

a. 確認借展文物程序：補充文物借出證用印，完成文物借出

程序，現場由早坂先生提供範本，現場聯絡臺灣策展人處

理後回傳，順利完成程序。 

b. 雙方確認並同意借展文物的展示設計方案與佈展方法，是

否正確呈現文物的文化脈絡。 

 

 
文物借出證 

 

c. 雙方確認入庫確認借展文物的特殊狀況，幾項脆弱文物必

須小心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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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參考館吉田裕彥老師表示，該文物需小心持拿，但可懸吊展示 

 

d. 庫房參觀與專業交流：標記方法、溫濕度測量、保存櫃體、

庫房空間。 

 

 
庫房以木頭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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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梯運送上層文物 

 
下層空間與櫃體 

 
上層空間與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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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擁有豐富的臺灣原住民收藏，右二為天理早坂文吉先生 

 
整理中的說明牌 

 

（3） 天理蒐藏之臺灣文物閱覽、蒐藏與研究經驗交流： 

a. 主要為臺灣原住民文物蒐藏。 

b. 蒐藏方向：世界各民族常民生活（共有 4位專責的研究員）。 

c. 蒐藏方法：以各地教會的力量，深入瞭解常民生活，與當

地居民互動，蒐藏並登錄及保存研究。蒐藏目標的選擇：

以漸漸不用的庶民器用為蒐藏目標、考察年輕研究者的研

究議題。 

d. 蒐藏原則：不蒐藏來源不清楚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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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交前的準備：將文物照片黏貼於登錄表 

 
說明包裝流程 

 
共同檢視文物，確認文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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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物細節逐一拍照 

 
檢視織品細節 

 
以英文書寫登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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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本身也派員記錄本次文物點交 

 
文物運輸公司為文物包裝中 

 
訂製木箱使文物能平整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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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封條、簽名 

 
文物上車，完成天理文物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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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移展至日本之相關文物檢視、點交 

1.  本館向民博借展文物歸還點交情形 

日本民博及天理參考館借展之文物，於臺灣展出結束，運至日本民

博，並將本館本次提供展覽之文物，一併點交予民博續行日本展出。本

作業於 8 月 21 日至 23 日，由本館人員偕同民博情報管理施設情報企画

課及本館委託之文物運輸包裝公司共同進行。 

首先針對運輸木製外箱數量及外觀檢視，確認封條與海關證明文件

無遭撕裂破壞情況後開箱，掀開上蓋確認第二層包裝有無損傷後逐一取

出單一箱盒。 

 

  
文物歸還點交：外箱檢視 文物歸還點交：開箱及確認作業 

運輸包裝人員拆除外包裝後，藏品交由民博及本館人員進行檢視，

雙方依照狀況檢視登錄表逐件深入檢視，以確認歸還物件完好無誤。 

  
文物歸還點交：檢視文物狀況 文物歸還點交：比對文物狀況紀錄表 

 

2.  本館借展日本文物點交 

本次展覽該館向臺灣 3 單位借用藏品，其為本館 9 件，品項有織品、

紙質及陶瓷器物，向臺南市自然史教育館及拔馬文物館借用織品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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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 8 件，同時也借用仿製品約 12 件。 

依照標準程序依序檢視運輸外箱後開箱取件，由本館人員逐件依 

藏品檢視登錄表所繪劣化狀況，仔細向民博敘明藏品現狀及展示時

應注意事項。仿製品點交方式則以確認數量及外觀完整為主。 

 

  
本館文物借出點交：外箱檢視及開箱 本館文物借出點交：檢視文物狀況及

比對狀況紀錄表 

3.  本館向天理借展文物點交 

本館向天理借展 23 件藏品也於本次作業點交予民博展出，本作業

由本館人員、本館委託之文物運輸包裝公司點交於民博情報管理施設

情報企画課及天理參考館人員，同時上開四方人員共同進行該 23 件藏

品的狀況確認。 

  
文物點交：外箱檢視及開箱作業 文物點交：逐一取出文物 

依照標準程序依序檢視運輸外箱後開箱取件，由本館人員依序點

交藏品歸還於天理，民博人員一旁同時進行再次借出狀況檢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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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天理文物點交，檢視文物狀況情形 本館天理文物點交，天理參考館吉田裕彥

先生檢視文物狀況情形。 

  
民博情報管理施設情報企画課人員

同時記錄文物借出狀況檢視。 

本館、民博、天理、運輸公司共同於點交

清冊簽名，確認藏品數量狀況無誤。 

 

4.  佈展作業交流 

藉由本次國際交流展示的計畫中，觀察到民博佈展廠商與臺灣廠

商施工技法的不同，該館廠商同樣會以夾板先塑造展場基本動線與外

觀，但最後會選用壁紙整面性的包附夾板做上色與裝飾，這有別於國

內以油漆或水性漆上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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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夾板製作展台展板外型。 

 
以壁紙整面性的包附夾板做上色與裝飾動作，圖片右邊展台已完成包覆灰色壁

紙，左邊展台為施工中。 

經詢問館方人員，發現該施作方式非常便利，且不會造成展場瀰

漫油漆與有機溶劑氣味，另外，施工過程也非常乾淨。施作過程只需

將壁紙裝置於上膠機上，透過上膠機塗刷黏著劑，施作人員依照尺寸

裁剪所需材料，包覆板材完整後便完工，此外，上膠機能隨時移動至

工作區域附近增加工作效率。此展場施作方式既乾淨又無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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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紙上膠機外觀。 上膠機內槽裝有黏著劑可自動上膠。

照片左半邊灰色為壁紙。 

  

上膠機品牌 上膠機專用黏著劑。 

 

(三)  日本民博展區佈展、開幕 

1.  移展日本民博 

「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在本館的展出空間

約為 628 平方公尺，但日本民博的展示場僅約 265 平方公尺，由於 2

倍以上的空間差距，原來臺灣展區的內容架構需進行濃縮。 

在與民博策展人野林厚志教授討論之後，日本展區的內容以民

博、天理參考館 2 座博物館的文物為主，佐以本館及臺灣其它借展單

位文物。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巴宰族岸裡社潘敦仔家族的畫像，目前

分別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潘敦仔畫像）及天理參考館（潘敦仔夫人

畫像、潘士萬家庭團聚圖、潘士興畫像），於本館展出時，因天理參考

館所藏之畫作脆弱，僅以仿製品形式展出，此展移至日本民博後，因

日本國內移動路程和展期均較短，天理參考館難得地將 3 幅真跡借至

民博展出，對於此國際展覽促成的館際交流自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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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參考館借至民博展出的潘敦仔夫人畫像等 3 幅真跡 

除了天理參考館的文物增加之外，野林教授亦將之前田野資料中，

族群不詳或疑似平埔族群的文物，藉由此次展覽的研究成果加以比對，

新增了不少精采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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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博展出新增之平埔文物 

 

9 月 10 日本館人員至日本民博展場協助相關的佈展事宜。和展場設

計人員、策展人討論佈展細節，並將文物及展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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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至民博展場，討論佈展細節並協助展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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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幕典禮 

9 月 12 日本展覽於日本民博舉辦開幕典禮，典禮中該館須藤健一館

長、本館呂理政館長、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岩井孝雄館長、民博策

展人野林厚志先生、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教育課黃冠超課長

等代表共同剪綵，三館館長分別致詞。本館館長致詞時，除了表達對民

博、天理參考館、策展人，以及所有協助者的感謝之意，也藉機介紹臺

灣、行銷本館。 

館長致詞時表示：「臺灣的歷史是包容許多族群共同構成的歷史，而

多元族群互動的歷史一直都是本館重要的一項研究和展示主題，『看見

平埔』企劃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在民博的這個企畫展，民博的策展人

野林厚志教授費了許多精神，在我們的討論後，增加了一些內容和文物，

進行展示設計，希望在民博的展出也可以增進日本觀眾對台灣和台灣平

埔族的歷史與文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宗旨，不只是研究和展示過

去，更希望觀眾可了解當代，並思考、想像未來。」 

 
民博須藤健一館長致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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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呂理政館長致詞（中）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岩井孝雄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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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策展人野林厚志教授致詞（中） 

 
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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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野林厚志教授導覽 

 

 

(四)  日本民博展區卸展、文物歸還 

1.  日本民博展區卸展 

 11 月 28 日展覽開始進行卸展工作，工作分兩部分，先進行文物卸

展，再接續進行展場裝修拆除。首先由委託之文物專業廠商人員進行文

物卸展，採分區的方式執行。為求文物安全，以小心謹慎之動作，由多

位專業人員合力打開壓克力展櫃，以避免意外損及文物，再逐件將文物

移至移動架置放，如本館的臺灣輿圖仿製品橫幅卷軸，其展櫃為拼接式

的壓克力罩，拆卸過程中先將罩子周邊空隙暫以封箱膠帶墊高，預防鬆

脫的壓克力直接落於該物件上，一部分拆卸完，再捲收一部分卷軸，便

於工作，完成後移至標有本館名稱的移動架上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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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開展櫃 合力拆卸拼接式的壓克力罩 

 
捲收卷軸 

 

 

 

 

無酸檔案夾紙覆蓋於文物上再堆疊 移出文物至標示本館名稱的移動架

置放 

待所有文物均由展櫃或展牆上取下後，接續進行展覽裝修之拆除。

民博本檔展覽使用展板大多為相同尺寸之模組板組裝形式，再於模組板

外貼附展板所需之色紙，此施作方式應較展牆整面上漆更為快速，且無

油漆揮發性氣味問題。拆除色紙後，陸續將燈光拆下，皆續拆除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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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廠商將廢氣材料運離博物館。 

 
民博之策展人野林厚治先生（左）正以錄影機記錄卸展過程，負責展覽

的情報企劃課宇治真奈美小姐（右）正協調廠商進行卸展 

 
工作人員正進行展牆色紙拆除 

 

2.  日本民博庫房區點交、包裝 

在廠商進行裝修卸展的同時，取下的文物送回民博的文物準備室中，

工作人員依原木箱放置的順序，持拿文物供本館人員檢視，過程中，部

份文物原先狀況，表面未有殘留的纖維屑，本館人員在檢視文物狀況的

同時，即刻先以毛刷清除，避免磨損文物表面及干擾檢視。 

文物以逐件檢視之方式進行，檢視完畢後，運輸廠商接續進行包裝，

本館隨 6 張臺灣番社風俗圖及左鎮基督長老教會拔馬平埔文物館新娘披肩

各擺放 1 個溫濕度紀錄器，一併放入紙箱，記錄整個運輸過程溫濕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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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館人員監督包裝方式之適切性，確認安全。 

  

民博情報企劃課西澤昌樹先生，正依

原木箱放置的順序檢視文物放置之

適切性 

包裝運輸廠商持拿文物供本館人員檢

視點交 

  

本館黃瀞慧研究助理正清除文物上的

纖維屑 

檢視本館文物狀況 

 

 
檢視臺南市自然史教育館文物狀況 檢視天理參考館文物狀況 

  
民博西澤先生與運輸廠商人員正依文物 左上角為隨文物放置的溫濕度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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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作適切地緩衝保護 

將包裝完成後的各紙箱循序放入木箱，木箱封箱後黏貼本館封條，

且於封條蓋上騎縫章，再將木箱暫置於庫房區待隔日上車。 

  
各紙箱依序放入木箱 黏貼本館封條 

 
本館江明珊組長於封條上蓋騎縫章 

3.  日本民博庫房區裝箱上車 

11 月 29 日運輸人員將前 1 日安置於庫房區的木箱，使用油壓拖

板車挪動，為避免溫度變化劇烈，途中經過民博各庫房門，一端出口

門開啟，另ㄧ端的門再降下，直至接近戶外的庫房門。運輸公司採用

溫控氣墊車運送，並以自動升降車門移動木箱。送入車廂中，再以數

條束帶將木箱固定於車廂內，避免路程上晃動移位，由運輸公司將文

物載運至運輸公司暫存庫房，配合海關時間，運送至機場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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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壓車移動木箱至庫房門口 上車 

4.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文物歸還 

12月 2日文物運抵天理參考館，由包裝運輸人員開箱，依序將木

箱拆開取出文物，再將文物逐件取出擺放於鋪襯墊之工作桌上，天理

參考館吉田裕彥學藝員檢視歸還文物，確認是否與借出時狀況一致，

確認無誤後，由雙方人員簽署點交文件，並由天理參考館歸還文物借

用契約書。 

  

開箱 將文物自紙盒取出 

  
由天理參考館吉田裕彥（左 2）學藝員

及早坂文吉先生（右）檢視文物狀況 

檢視文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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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理參考館吉田裕彥學藝員（左）及本館黃瀞慧研究助理（右）完成文物點交，

簽署點交文件。 

5.  卸展工作交流 

(1) 現場民博或包裝運輸公司工作人員必定穿上工作服，工作過程

中若需商量事情時，可立即辨識館員或廠商，有其辨識性及安全性。 

(2) 民博或是包裝運輸公司人員工作時，有一定的步調，循序漸進

地完成一區區的工作，有些工作手法可供參考，如拔取固定展板、

說明牌的大頭針後，以磁棒吸取大頭針或其他螺絲、鐵釘等，方便

收集，免於散落各處，不慎傷及文物。 

 
館員及廠商穿上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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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交文物工作交流 

因先前本館狀況報告單記錄詳實，於點驗過程中便能快速地檢視須

留意的地方。而點交完畢的文物，在包裝運輸公司準備包裝時，偶爾會

發生文物放入小的無酸紙盒時，不確定如何擺置較為妥適，若非原始包

裝人員，在此流程會多花點時間討論，倘若於第一次包裝時，將包裝方

式用相機記錄下來，之後列印出圖檔，黏貼於包裝外盒處，即使換包裝

人員，便可依圖示做復原包裝，加速工作效率及提高安全性。 

 

左鎮基督長老教會拔馬平埔文物館腰帶 

 

腰帶擺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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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庫房區設施交流 

民博庫房區與戶外銜接的鐵門，裝上側拉式紗門以避免蚊蟲及鳥類

飛入，鐵門及戶外交接處下方並鋪上吸水袋，預防排水不急時，水滲入

庫房。本館庫房已裝有防水匣門，惟庫房或展場部分區域若有滲水或漏

水之疑慮，可參考使用。 

 

庫房鐵門及紗門 

 
一次性吸水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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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博物館行程 

(一)  大阪歷史博物館 

大阪歷史博物館（以下稱大阪歷博）成立於 2001 年（平成 13 年）

年，算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博物館。大阪歷博的建立，是為當初在興建

NHK 大阪放送會館時，在該址發現了難波宮遺址，在學界等的努力下，

大阪歷博與 NHK 有共構的建築體，而下方即為難波宮遺址。 

大阪歷博的常設展為奈良時代後期（七世紀）至今的大阪城歷史，

但整個難波宮遺址仍是該館重要的歷史教育基礎資源。 

此次由館長率隊參訪大阪歷博，拜會由積山洋博士接待，主要針對

該館在推動歷史教育手法的創新進行交流。特別是積山洋博士為我們展

示 2012 年由「なにわ活性化実行委員会」支援開發的「AR 難波宮」系

統。 

「AR 難波宮」結合最新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

將現址與古代難波遺址結合，透過 iPhone、iPad 及數位手機等載體，下

載相關軟體，即可以在大阪歷博附近重現難波遺址的 3D 圖像。 

 
此次拜訪大阪歷博是由積山洋博士（左前）協助接待，右後為呂理政館長 



43 

 

 
「AR 難波宮」在 iPad 上的畫面 

  
在大阪歷博和 NHK 放送會館可看見各式「AR 難波宮」的圖樣 

 
對準「AR 難波宮」的圖樣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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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之後，原本是咖啡廳的大廳，在 iPad 上就出現了古代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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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歷博的其它樓層，本來只有圖示說明現址和難波宮的相對位置 

 
現在只要掃瞄「AR 難波宮」圖案，就可以在現址疊合 3D 古代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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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點選部份建築，亦可放大細看建築構件 

數位化的技術日益普及之後，很多博物館在網頁上都建置有「虛擬

博物館」，將博物館的展場、物件利用環景拍攝等技術，整合進網頁中，

讓大家不出門就可以參觀博物館。 

大阪歷博目前所運用的「擴增實境(AR)」，被認為是突破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的一種延伸技術，主要目的就是將虛擬和現實相互連結，

但並不是取代現實，而是藉由影像擷取裝置將真實場景影像資料數位化

後，由電腦將虛擬物件對應在真實的場景中。 

「擴增實境(AR)」的運用，使得逛博物館，不再只能發「見物思古」

之幽情，更能直接「見物遊古」，或可增添「親遊」博物館的樂趣。 

 

(二)  琵琶湖博物館 

琵琶湖博物館以其成功的社會資源網絡及社群經營聞名，讓「觀眾」

不只是「觀眾」，而是被邀請參與博物館的「使用者」。9 月 13 日本館前

往拜會，由琵琶湖博物館的田政晴博士接待並解說。我們發現該館提供

在地居民一個友善且具有啟發性的場域，居民在館方的協助下，卻可以

自主且系統地參與調查、研究當地生態環境，並在博物館公開發表成果，

讓大眾一起關心地方及環境相關的議題。民眾不是單方的觀看者，而館

員的角色，也不是深居幕後的推手，從館內「展示交流員」、展場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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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立牌，以及「學藝員質問角落」等規劃，皆看得出琵琶湖博物館的

用心。 

  
篠原徹館長（左）與本館館長（中）

交流 

用田政晴博士提供相關資料說明 

 
展場內可見展示交流員為參觀者解惑、協助學習 

  
提供觸摸學習的物件 學生在展示交流員的引導下觀察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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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同儕一同探索 受青少年歡迎的拍照點 

  

探索室入口 探索室-認識世界兒童 

  
探索室-龍蝦體驗 探索室-找尋水中生物 

 

 

探索室-聲音房間 探索室-昔日奶奶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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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室-親子互動情景 

 

 

探索室-感受魚類看到的世界 

  

探索室-絲繪畫廊 探索室-動物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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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室-木偶劇場 探索室-扮演偶具 

 
除了探索室，館內還有許多讓參觀者以感官互動體驗的裝置，像是碰觸感

受地下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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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體驗案例：讓參觀者與水中的魚類接觸。 

 
學生尋找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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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立牌上的人像為用田政晴博士，展場內還可見許多學藝員的身影，不

但拉近與館員與民眾的距離，也再現博物館運作的過程提供大眾反思批

判。 

 
人形立牌上左起第四位女士為滋賀縣縣長，曾經擔任琵琶湖博物館的學藝

員，重視教育，因而提出中學生以下的青少年免費參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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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可見居民參與的身影 

 
每日安排一名學藝員在「學藝員質問角落」與觀眾面對面，並在固定時段

至專業研究領域相關展區進行導覽。參訪當日為楊平博士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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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員質問角落」輪值表及專業研究領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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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上向參觀者介紹學藝員 

 
用田政晴博士與他的介紹和發表文章 

  

實驗室及生活科學實習室提供自然科學活動和學生戶外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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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居民和地方社團各有不同的專案調查計畫，在展場內展示調查結果。 

 
本次展示中比較了外來種與原生種的蒲公英，企圖喚起大眾對當地環境議

題的認識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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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回饋 民眾在檯面上書寫回饋心得後投

入，經館內挑選展示。 

  

展示居民描繪當地生態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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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餐廳的桌上擺著貼心服務項目，如可協助拍照留念、提供奶瓶熱水

等。 

 
餐廳內供應琵琶湖特有水產食材，餐具亦企圖呼應湖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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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敞乾淨的哺乳室 

 
洗手間設備顧及親子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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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館內面臨的挑戰課題，除了有水族裝置帶來龐大的開銷，還有外來魚

種侵入琵琶湖帶來的問題。日本電力公司已協助減價。 

在琵琶湖博物館，我們看到學生們手上拿著多功能寫字板，方便使

用學習單和收納隨身的文具，同時還搭配握把和肩背帶，十分實用。但

用田政晴博士表示，館員們已開始檢討館內設計的學習單，單一引導學

生至特定展示尋找答案填入，恐讓學生在盲從填答之際失去探索的熱忱。 

本館亦規畫方便家庭和學童自導式學習的材料，如家庭探索指南和

兒童廳學習單，在設計上應避免導向有「標準答案」的填答題目，能夠

對使用者帶來啟發意義。除此之外，也規劃相關學習輔具，讓使用者探

索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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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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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多國語言之 CR 表製作 

本館本來已有中文及中、英文對照之 CR 表（Condition Report，文物

狀況紀錄表），此次與日本 2 座博物館合作辦展，藉此發展日文版 CR

表，此 CR 表上之專有名詞日文用法，為參酌民博 CR 表的用法，並和

民博的典藏人員討論、確認。 

此中、英、日對照之 CR 表，版面很簡潔，他日若有機會與英語系

以外的國家合作，可將日文的位置換成該國語言，對於辦理國際展覽，

或是國際性的借展，將有很大的助益。 

 

空白之中英日 CR 表，第 1 頁為放置文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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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之中英日 CR 表，第 2 頁為文物之基本資料及狀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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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之中英日 CR 表，第 3 頁為接續前頁之文物狀況及出入庫點交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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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追蹤借展文物出庫後之溫濕度狀況 

在此次與日本民博合作互動中，對於他們將小型溫濕度記錄器跟著

借展文物隨行紀錄的方式，覺得頗值得參考。因為借展文物在出庫之後，

長時間運輸，特別是國際展，能有隨行的記錄器紀錄所有過程的溫濕度

變化，對於日後的控管就可以有數據作為參考；而且，在開箱後文物如

有特殊狀況，也方便追踨過程中出狀況的時間點。 

 
日本民博跟文物來臺灣的小型溫濕度記錄器，不管在哪個階段都可隨

時紀錄 

 
展覽期間，也跟著文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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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亦購置小型溫濕度記錄器，隨文物至日本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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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於日本展出之展場

平面圖及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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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媒體報導 

  
2013.08.08 自由時報 AA4 台南都會生活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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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2 民博官網刊載 

http://www.minpaku.ac.jp/research/letter/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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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2 本館臉書報導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900831012065&set=a.1015190449

1002065.1073741828.31025513706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900831012065&set=a.10151904491002065.1073741828.31025513706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900831012065&set=a.10151904491002065.1073741828.310255137064&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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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月刊 9 月號臺灣、平埔相關專題及展覽訊息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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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點交單 

(一)  民族學博物館（借展至本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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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理參考館（借展至本館、日本民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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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借展至日本民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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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自然史教育館（由本館代為借展至日本民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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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左鎮基督長老教會拔馬平埔文物館（由本館代為借展至日本民博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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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由本館代為借展至日本民博展出） 

 

 


